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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传统节日文化创意开发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以提出适合文化特性的的传统节

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路。方法 通过对传统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设计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设计中存在创意同质化现象，缺乏有针对性的创意开发设计的问题。从产品创意开发设计的角

度对传统节日文化特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传统节日文化创意设计中应注重节日的独特文化特性，关注文

化创意产品的文化传播目的。结果 针对传统节日文化特点提出文化创意开发设计的思路，提出基于用

户体验的节日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方法并进行设计实践。结论 传统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中应注重不

同种类文化的特性，考虑文化创意设计中的文化传播与传承的目的，在综合考虑大众文化需求的前提下

有针对性的进行文化创意开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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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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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radi-

tional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order to propose the design idea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pointed out, such as the similarity of creativity and the lack of culture-specific devel-

opment and design.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crea-

tivitydevelopment and design.In the cre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estivals 

were emphasized and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was focus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the idea of cultural creativity development and design was put forward, the 

emotional design method of festival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was proposed and the design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need to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e, consider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heritance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n the premise of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mas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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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丰富，蕴含深刻寓意和历史文化。在我国文化自

信建设过程中，传统节日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承中华

文脉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人民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强劲

的推动作用，实现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安全性，为我国

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1]。传统

节日文化和现代人们生活节奏之间的差距是影响传

统节日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创产品以文化为主要

设计元素，以创意的形式将文化元素呈现在产品设计

中，使文化得以更好地解读和阐释，缩小传统文化和

生活之间的距离，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以

文创产品的方式开发传统节日文化，使其以崭新的符

合现代人文化需求的方式呈现，能更好地被大众接

受，从而传播和传承其蕴含的文化。本文将从文创产

品开发设计现状和传统节日文化特性分析节日文创

的开发现状和设计策略。 

1  传统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的问题 

传统文创产品开发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民众对

于文创产品的接受度和喜爱程度大大增加，总体发展

态势良好。但是，从产品开发设计的角度分析，其开

发设计仍然存在可商讨的部分。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传统文创开发主体众多，开发方式以第三方

合作开发和品牌授权开发为主。开发中出现仅专注市

场和经济效益，忽略传统文化传播及传承的最基本要

义的现象。 

2）文创的文化元素内容种类丰富，包括博物馆

典藏文物、古建筑、服饰文化、宫廷文化、传统神话、

传统手工艺、节日文化和其他的民族习俗文化等。但

是，针对传统节日文化等民俗文化、手工艺制作技艺

等元素的开发设计比较初步，产品数量较少。 

3）文创开发中文化特性不突出，不同文化内容

的文创开发形式类似，缺乏文化特性的体现，出现文

化创意同质化现象。 

4）文创开发设计中缺乏深入内涵的对民俗文化

形式背后故事的挖掘，导致文创成为简单的图形符号

的整理和应用。 

5）文创开发设计中缺乏从用户体验角度的思考，

导致文化只能从表面形式被感知，不能从情感、反思

等深层次被深刻记忆和回味。用户在产品使用中的可

操作性、体验性较弱。 

综合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创开

发中对于文创产品传播和传承文化的目的性不强，从

而对文化元素的特性关注不足。不同的文化元素，其

原始形态、文化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民众的影响

都有所不同，应该根据文化特性采用有针对性的开发

设计思路进行开发设计。 

2  文化特征与传统节日文创开发现状 

2.1  从文创开发角度分析传统节日文化的特征 

针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特征，不同学者在已有研究

中提出多种观点。杨景震认为，时代性、纪念性和礼

节性是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特点[2]。萧放提出，稳定

和改革、实用和神秘、地域和阶层、多样和复杂是民

俗文化的主要特点[3]。他认为，人们在记忆节日文化

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了鲜明的节日意识[4]。总而言之，

丰富性、多样化、地域性、伦理观、传承性、改革性

等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经久不衰

的主要原因。这里从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的角度对传统

节日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其主要特点如下。 

2.1.1  与现代生活难以融合 

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于农业时代，节日顺应四季和

农作物生产规律，其内容、意义、形式以农业生产为

主要依据，促成其农业文化的特性。由于传统节日的

时令、意义、仪式活动等内容，均服务于农业生产的

生活方式，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难以融合，所以使得

人们在日常生活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节日的重要性，

使得其价值性和文化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严重制约

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2.1.2  节日符号难统一 

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相应的知

识、信仰、情感等元素，使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多

样化等特点[5]，对民俗文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传统节日文化内容除了包括祭祀、传说、宗教、

祈福和饮食外，还有各类的民俗娱乐活动。节日文

化元素过于丰富，各地各民族的节日习惯不尽相同，

极大增加了节日符号统一的难度。虽然我国在 2010

年设计出了中国七大传统节日的专用形象标志 [6]，

但是在之后的十年中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使用和

传播。 

2.1.3  节日仪式感特性 

在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时，人们往往采用身体表达

和仪式活动，而不是文字记录的方式，节日仪式是体

现节日意义的主要途径 [4]。在多样化的仪式中，人

们能够切实感受到节日所带来的仪式感、文化价值

和民族自信[4]。相较于寻常日，节日正是由于这种独

特的表现形式，带给人们独特的仪式感。缺失仪式感

的节日，趋于平淡，让大众逐渐失去对传统节日文化

的兴趣。 

2.1.4  情感传递特性 

传统节日通过仪式活动显示节日的存在感，更重

要的是节日活动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愿望的重要方式。

传统节日的仪式和活动中包含着人们的迫切希望，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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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了人们美好的心愿和期待。这份希望、愿望、期待

的情感成为了节日带给人们不同于往日的又一重要

特征。在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时，应该注重情感的表达

和传递对于节日文化的重要意义。忽视情感表达和传

递，而仅强调商业性、经济性的节日文创产品设计，

对于节日文化的传播存在严重缺陷。 

2.1.5  节日的参与特性、互动特性 

传统节日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综合了天气、地域、

人和时代等各种因素演变而来。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

民俗活动，除了祭祀活动之外，还有宴饮之乐、歌舞

之乐、比赛之乐、竞猜之乐和户外运动之乐等。以春

节为例，常见的就有放炮竹、挂年画、贴春联、相互

拜贺、舞龙灯、玩社火、敲锣打鼓等，一直要闹到元

宵。节日活动是娱乐休闲的把戏，更是节日的妙趣横

生的魅力。当今，节日活动只有少数被大众沿袭，大

部分活动由于各种原因变成了故事，人们对于节日活

动仅限于听说过，媒体上见过。前期研究显示，消费

者对于传统节日活动有明显文化需求，同时注重活动

的可参与性和互动性。 

2.2  传统节日文创开发设计现状 

传统节日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针对传统节日进行的文创开发设计较少，市场现状出

存在以下问题。没有专门的开发主体针对传统节日文

化进行文创开发，已有的开发设计多数是馆、院开发

的文创里的一小部分内容。开发的文创产品类型和博

物馆文创类似，缺乏体现节日文化特点的有针对性的

设计研究。已有的文创设计无法完整体现传统节日文

化的特性，同时无法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7]。 

传统节日文化不同于其他传统文化，在文创产品

开发设计中应该针对传统节日文化特性，同时考虑大

众文化需求特点。设计中注重节日仪式，关注节日文

化体验，注重节日情感，关注情感化设计和设计中的

情感共鸣，同时强调情感和愿望的寄托也是设计的重

点，这些均是传统节日文化区别于其他传统文化的重

要设计特征。 

2.3  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文创产品设计的目标 

文创产品的灵魂是文化本身，其根本目的应该是

传播文化。文化可以说是文创产品的主要卖点，产品

附加价值的重要来源。文创开发中对传统文化的解读

和传播水平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状。在发展文创过程

中，必须有效融合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方法和优秀的传

统文化，制定完善的发展措施，确保文化传播的有效

性，同时应该考虑不同类型文化的自身特性，考虑消

费者对文化的体验、感受、记忆、反思和回馈，探索

文创发展有效路径。如何在文创设计中尊重文化，运

用文化，创新文化，最终传播和宣传文化是文创开发

设计是最关键的要义。 

3  基于文化特性的传统节日文创产品开发

设计思路 

3.1  传统节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 

在文创产品开发设计中应该注重节日的农业文

化特性，针对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行区别化开发设计，

将容易融合的部分融入现代人生活，将不易融合的部

分通过现代展示方式获得更多的认知。一方面，农业

文化和现代人们生活方式差距较大，文化内容和形式

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新颖、有趣，能满足人们猎奇的

心理。开发设计中关注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中独特儿有

趣的文化元素，比如传说故事，节日服饰，民俗娱乐

活动等元素，进行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的

文创设计，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使传统节

日习俗日常化。另一方面，文化差距大造成了大众对

于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和在生活中的应用都较为困

难。将难于和现代生活方式融合的文化元素，比如节

日农业时期的意义、祭祀礼仪、宗教信仰等以更容易

接受的形式，比如演出、视频、动画、VR 展示等方

式记录和传承，使大众认知、了解传统文化。 

3.2  统一节日文化符号 

节日符号和节日仪式是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丰富，不同时代地区的文

化内容不尽相同，统一节日文化符号有利于大众对节

日文化的共同认知。统一传统节日文化符号，推广、

宣传、运用节日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的记忆、传播和

传承意义重大。在统一文化符号的时候应该考量节日

内涵随时代的变化，以及现代人对节日认知的特点，

以符合大众文化需求和审美特点的方式，以更容易记

忆、传播、应用的形式规划设计。同时，以节日文化

标志，节日文化 IP 等形式大力开发和广泛应用统一

的节日文化符号。将文化符号应用到节日文创产品

中，既增加了文创产品的文化辨识度，又使节日文化

符号深入大众内心。 

3.3  针对节日仪式感的设计规划 

节日仪式是节日区别于常日的最重要特征。现代

生活方式和传统节日文化的差异，造成很多节日仪式

被简化或省略，导致了仪式感的缺失，影响了大众对

于节日的热情。节日的仪式感一方面是传承传统节日

仪式，让人们在多样化的文创设计中感受不同的节日

意识。比如，故宫在 2019 年初所举办的“宫里过大

年”体验展，让人们能够通过互动、虚拟影像、数字

投影等方式融入节日仪式，感受节日仪式感[8]。另一

方面，创新传统节日仪式，增加新的符合现代人需求

的仪式形式，也可以有效增强仪式感。传统节日的意

义、仪式乃至文化会随时代的变迁而演变，针对现代

人生活方式和需求特点对传统节日仪式进行合理的

全是和拓展也可以增加节日仪式感。比如，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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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创产品设计“财源滚滚” 
Fig.1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Revenue Stream” 

 
七夕节的主要仪式为观星祈愿、乞巧、成年礼等。现

代社会，七夕节最广为流传的文化内容是牛郎织女相

会的传说，“中国情人节”逐渐成为其新的主题，传统

仪式被人们淡化，节日仪式被西方情人节同化为玫瑰

花和礼物，丧失了独特的节日仪式感。但是，中国台

北市创造了新的七夕节日仪式，构建了完整的活动网

络，比如大稻埕烟火节、板桥林家花园七夕活动等，

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七夕的体验，充实了七夕活动内

容，重塑了七夕仪式感[9]。 

3.4  注重传统节日文创开发中的重情感化开发设计

方法 

在文创设计过程中，必须从情感传递和表达两方

面关注传统节日情感传递特特性。唐纳德·诺曼认为，

本能、行为、反思是情感化设计的三个最基本层次[10]。

文创设计也应该从这三个层次对使用者进行节日文

化及节日情感的传递。本能层，用户从文创产品外观

层面，即形态、色彩、图案、纹样、材质等外在表层

的要素进行节日文化和情感传达，也是当下大多数文

创产品能做到的水平。行为层，用户从文创产品的使

用中体验节日文化和感受节日情感。反思层，用户在

使用中或使用结束以后对传统节日文化体验的记忆、

反思和情感反馈，能从而加深其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和

深刻反思。情感化的文创开发设计能使用户纵向地从

情感的三个层面加强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多层次的感

知和体验。深圳设计师设计的“财源滚滚”见图 1。

这是一款利用雕版滚筒设计使用户能亲手体验印年

画利是封的春节文创产品。这款文创设计让古老年画

以崭新面貌回归日常，用户在使用产品中既尝试了传

统手工技艺，又体验和感受了节日文化和习俗。 

4  基于用户体验的节日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 

传统节日文创设计的最根本目的是让传统节日

文化能够以适应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形式深入民众生

活，延续传统文化并为其输入新鲜血液，产生新的节

日民俗并继承下去。因此，节日文创产品设计从文化

传播角度和用户文化需求角度出发，需要分别满足特

定的设计目标。同时，设计中必须考虑产品设计的情

感化，突出节日情感，塑造节日仪式感，最终达到传

承、发扬传统节日的目的。 

体验经济时代，用户的产品体验是产品成败的关

键，节日文创设计也应该以用户体验为目标进行文化

创意。在文创设计过程中引入杰西·詹姆斯·加勒特提

出的用户体验要素的设计思路，根据文创产品设计特

性将设计定为四个层面，即战略层、范围层、结构框

架层和表现层 [11]。战略层中提出两个设计目标的理

念，分别从产品目标和用户需求分析设计目标，规划

产品创意设计，具体到文创设计中可以将设计目标分

为文化传播目标和用户文化需求两个内容。范围层包

括产品使用功能定义和产品文化需求定义，结构范围

层是产品使用流程和产品文化内容的设计，表现层则

是产品的造型设计和平面设计。 

同时，唐纳德·诺曼提出的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

次，也对应着文创设计中不同的文化元素类型，产品

设计中不同设计范围以及适合的产品创意设计方法。

不同的情感化设计层面对应了不同的设计目标。将情

感化设计的三个层面与节日文化元素以及设计目标

相对应形成设计映射，见表 1。 

根据基于用户体验的节日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

思路，创意设计了一套以春节美食饺子为设计原型的

文创产品。针对春节美食饺子及其制作工艺进行文创

开发设计。设计定位人群为不具备包饺子技能的青年

人，以引导用户体验并感受包饺子的乐趣为目标。 

在战略层将用户文化需求目标定义为满足用户

尝试包饺子、感受节日仪式的需求。将传播目标定义

为春节文化、饺子技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播。

在范围层面将功能定义为愉快而富有创意的包饺子

体验，内容需求定义为春节文化元素。在结构框架层，

使用用户路线图的方法，对饺子制作工艺进行研究。

整理用户进行包饺子行为的主要步骤，各个制作步骤

中的关键点和难点，以及需使用的工具、材料和相关

资料等内容，制作使用流程图。对每一个步骤的使用

工具、使用方式进行再设计，设计中关注使用体验的

易操作性、趣味性、仪式感等用户需求。对食材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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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情感化设计三层次下元素、目标、设计的映射关系 
Tab.1  Mapping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goals and designs under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文化元素 设计目标 产品设计 情感化设

计层次 文化元素类型 元素具体形式 文化传播目标 用户文化需求 产品设计范围 设计方法 

本能层 节日图形符号 

形态、色彩、图案、

纹样、材质等外层

要素 

节日视觉符号的统

一和传播 
节日氛围营造 产品外观质感 

节日元素的搜集、

提取、抽象、解构、

重构 

行为层 节日活动 

节日娱乐活动、手

工技艺、节日仪式

活动 

节日民俗活动的传

播和发扬 

节日活动体验，丰

富节日生活，增加

节日仪式感 

产品操作体验 
节日活动、技艺等

的再设计 

反思层 节日寓意 
节日寓意、节日情

绪情感、情感寄托 

传统节日深入民众

生活，新的节日民

俗的形成和延续 

情感的抒发与寄

托 
情感交互 

情感化设计、移情

设计、共情设计

 

  
 

图 2  贪吃龙 IP 
Fig.2  Greedy dragon IP 

 

图 3  IP 与春节元素插画 
Fig.3  IPillustration with Spring Festival elements 

 

 
 

图 4 “手作饺子”文创产品 
Fig.4  “Hand-Made Dumplings”cultural and creativeproduct 

 
类、配比、量取、处理等进行分析，以简便、易行、

可视的方式进行食材准备的辅助工具设计。对相关资

料，如饺子菜谱，不同馅料的意义和功效，饺子的文

化传说等相关文化资料，进行可视化的设计，整合成

可读性高、趣味性强、传播性好的平面设计产品。在

表现层，进行产品的造型和平面设计，产生最终的文

创系列产品。 

本能层设计，以“贪吃龙”为 IP，见图 2，以春节

文化、春节美食、春节文化活动为元素进行图形和外

观设计，见图 3。主要内容产品外包装设计、内部插

画设计以及红包等节日文化形式产品的造型图样设

计。行为层设计，以饺子的制作技艺为主要的再设计

对象，通过操作方式的规划和再设计，创意设计了一套

“手作饺子”文创产品，“手作饺子”文创产品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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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层设计，通过传统美食文化与节日寓意的故事设

计来传递情感，同时以简单易操作又富有趣味的制作

工具优化用户体验，提升用户对包饺子，春节民俗活

动和节日仪式的情感体验。 

5  结语 

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意开发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

态，但是，文化特性在开发设计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

关注文化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创开发设计，对于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避免文化

创意的同质化，使文创产品更具文化特色，受到民众

欢迎。传统节日文创开发中应该从节日文化特性出

发，关注用户文化需求的同时，明确节日文化传播和

传承的目的。在传统节日文化创意开发中应该注重传

统节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建立并推广统一

的节日文化符号，针对节日仪式感进行设计规划并注

重传统节日文创开发中的情感化设计。基于用户体验

的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同时考虑到文化特性和用户

体验，是对于文创产品设计思路和方法的有意义的创

新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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